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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巨虧說」遭市場質疑

專家：粵不會爆溫州式危機

內地去年最賺錢央企
排名 公司 淨利潤（人民幣）

1 中石油 1,241.8億元

2 中移動 972.7億元

3 中海油 742.3億元

4 中石化 721.2億元

5 神華集團 468.6億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廖毅然

西博會投資簽約逾9千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雨馨 成都報道）第十二屆中國西部

國際博覽會於上周六在四川省成都落幕。本屆共簽約投資項目

1,565個，投資金額9,451.7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

25.6%；實現貿易成交2,527.6億元，同比增長11.2%。投資項目

簽約及貿易合同成交金額均創歷屆西博會之最，反映

投資者看好中國西部發展前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建強）號稱行事低調
的龍湖地產（0960）在最近兩個月卻被迫高調，
繼上月北京大方居被爆質量問題後，本月又連續
出現項目劈價銷售的新聞。剛過去的周末旗下上
海嘉定區項目「酈城」售樓處更因減價促銷而被
舊業主「攻陷」，並遭大肆破壞，甚至要出動防
暴警察平息業主「怒氣」。
早前仍為促銷活動「取得成功」而歡呼的龍

湖，剛過去的周末卻要面對一群憤怒的業主「搞
革命」，抗議公司減價促銷。消息指，龍湖此次
被「革命推翻」的「酈城」售樓處，早前促銷時
價格低至每平米1.6萬元（人民幣，下同），遠較
同系早前推售的單位價格（約2.2萬元）為低，
部分減幅高逾30%。不少業主怒斥龍湖大幅減價
「損害利益」，亦涉及「欺詐」。

綠地項目同遭業主包圍
內地傳媒稱，「兩處大型沙盤模型被嚴重砸

毀，模型材料被拆開後丟棄在地面上，樓盤售樓
處的『金字招牌』也被砸得殘缺不堪」。報道又
指，除龍湖外，同樣位於嘉定區的綠地「秋霞坊」
項目亦被憤怒的業主包圍售樓處抗議。

龍湖回應並非減價賣樓
龍湖發言人回應本報查詢時指，「酈城」項目

售樓處確實被業主破壞，目前仍未計算損失金
額，公司理解及明白業主的訴求，會繼續與業主

溝通了解。惟發言人強調，此次促銷的項目，與之前銷售的
產品並不相同，亦沒有可比性，並非減價賣樓。
龍湖上周發出新聞稿，稱公司前周末推出「搶收華東」促

銷行動取得「空前成功」，五天售出1,000伙單位，套現近20億
元，去化率近90%。該公司又於新聞稿中強調，「促銷房源
均為全新推出，不存在降價或者漲價的比較，也盡最大程度
避免了對成交客戶的擾動。」事實上，龍湖本月中亦以「低
開」作招徠，推售青島灩瀾海岸悅瀾居小高層項目，銷售均
價低於區內市價，引起不少關注，但沒有引起不愉快事件。
事實上，內地發展商並不易做，樓價升，被指為吸血鬼，

連政府都出來「抽水」，要求發展商要有「道德的血液」。若
減價賣樓，則舊業主又不滿，項目促銷減價而被業主抗議及
破壞時有所聞。不過，置業涉及市場風險，業主購買前應理
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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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博會執行主任、四川省副省長黃
小祥強調，本屆西博會有來自全球
105個國家和地區以及全國30個省
（區、市）及港澳台地區的參展商、
採購商及各界嘉賓逾7.8萬人參展、
參會。其中境外客商約2萬人，佔
25%。主展場觀眾流量超過60萬人
次。

四川招商成大贏家
從投資項目簽約看，內資項目1,445

個，投資額8,513.9億元；外資項目
120個，投資額146.5億美元。四川省
簽約項目1,279個，投資額6,822.8億
元，佔簽約總額的72.2%；西部11省
（區、市）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簽約
項目286個，投資額2,628.9億元，同
比增長19.4%。本屆西博會還簽訂

《2011泛亞綠色發展合作綱領》等國
際國內合作協議41個。
從貿易合同成交看，境外成交達

118.4億美元，佔總成交額29.6%，比
上屆西博會增長3.5%。黃小祥強調，
本屆西博會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國際化
水準大幅提升，來自52個國家和地區
的參展企業共計4,564家。世界500強
及跨國公司參展數量達到149家，參
展面積12,460平方米，佔主展場總面
積的10.4%。聯合國最大的採購機構
聯合國專案服務廳首次參與主辦，即
簽訂1,175萬美元採購合同。另有30多
個國家和地區的400餘名海外重要華
商、國際知名企業代表等參加大會活
動。
本屆西博會進一步加強中國西部地

區之間的合作和交流。記者獲悉，大

會成功舉辦西部12省（區、市）及新
疆生產建設兵團投資說明會暨簽約儀
式，集中簽約項目500個，投資額達
3,945.87億元，同比增長17.7%。此
外，還通過舉辦寧夏—四川（成都）
經貿合作推介會等活動有效促進西部
各省（區、市）資源整合，攜手共
進，「共辦、共用、共贏」的辦會宗
旨得到更加鮮明的體現。

加強西部地區合作
此外，本屆西博會共有292家境內

外媒體1365名記者到會採訪，大大提
升中國西部地區的影響力和西博會的
知名度。
另據悉，第十三屆中國西部國際博

覽會將於明年9月中下旬在成都舉
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毅然）國家發改委不久前才
宣布下調成品油價格，內地隨即出現油荒。中石油
（0857）在上周聲稱，集團今年煉油業務將虧損500億
元（人民幣，下同）。惟市場隨即質疑，認為這家賺錢
最多的國企誇大自己慘況，要求開放成品油定價權的
聲音亦進一步增強。
中石油副董事長兼總裁周吉平在上周四警告，若國

際油價仍然維持每桶100美元以上，今年中石油煉油業
務將出現500億元虧損。國家對成品油的定價是參照國
際油價的起伏，但事實上，今年初為緩解通脹壓力，
內地成品油的漲價幅度低於國際油價，反而當國際油
價在9月下旬開始下跌後不久，國家便急切地下調成品
油價格，中石油及中石化（0386）的煉油業務將繼續
面對虧損。

央企「賺錢王」淨利1241億
國資委上周五發佈的數據顯示，102家央企當中，中

石油以1,241億元淨利踩下中移動（0941）成為去年的
「賺錢王」，中海油（0883）及中石化分別排第三及第
四。三大國有油企均進入前五位，合共實現淨利潤
2,705億元，營業總收入40,447億元。面對如此數據，中

石油這個時候還拋出「巨虧論」，無疑引起一連串仇富
情緒。
有業內人士便質疑，500億元的數字屬誇大，而且中

石油的銷售業務所得利潤，絕對可以覆蓋其煉油的虧
損，中石油高調地拋出上述言論，其目的令人懷疑。
國際原油價格上升，為油企的上游業務帶來盈利增
長，即使中間的煉油化工虧損，但煉油帶來的是巨額
盈利的下游業務。

各地油荒惹不滿 民企籲開放
同一時間，內地許多加油站正在實施限購，輿論指

出是兩大油企終止供油所致，周吉平的巨虧論因此被
認為是為油荒開脫。市場逐漸流露出對「石化雙雄」
壟斷油品市場的不滿，民營油品企業的聲音最大，他
們認為油荒以及高油價的原因，就在於市場被壟斷，
因此希望盡快開放市場。
然而，中國能源網首席信息官韓曉平指出，目前完

全放開油價並不現實，因此壟斷的企業將決定價格，
最終只會把矛盾激化。最好的方法是讓更多民營企業
能夠進口原油，保證市場供應之餘，也能形成一定競
爭，其後才逐漸開放市場，釋放價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苗苗、實習記者 許詠妍 佛

山報道）溫州借貸危機對企業來說是一個噩夢，近期
廣東亦有地方開始出現中小企老闆無力還貸而「走佬」
的現象。不過，有金融界專家指出，廣東融資監管相
對嚴格，相信不會成為下一個溫州。另有專家建議廣
東引入香港的融資模式，幫助中小企業融資。

借鑒香港融資 引資北上
在日前舉行的粵港澳中小企業發展及金融合作研討會

上，㞫基中國董事兼民生銀行(1988)獨立董事王聯章表
示，廣東沒有可能成為下一個溫州，因為廣東融資監管
相對嚴格，且融資渠道也相對溫州來說更多，同時也更
靠近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相信不會重複溫州的道
路。他同時也指出，香港的銀行經營比較保守，惟中小
企業只要提供抵押品，基本上都可以融資。不過真的沒
有「磚頭」的話也不要緊，只要公司的老闆的信譽良好
也可以進行擔保，所以融資基本不成問題。
廣州證券公司副總裁鄭德珵也稱，香港的融資模式

值得內地學習，由於香港金融機構分「三級制」，相信

如果引進廣東的話，既能幫助香港銀行擴展內地業
務，又能利用香港經驗配合廣東，助中小企業融資。
鄭德珵說，廣東經濟總量將在「十二五」末超越韓
國，經濟實力雄厚，並且現時中央支持中小企業的力
度空前，粵港兩地合作的空間非常大，廣東的企業如
何利用好香港的融資渠道，尤為重要。

稅款過重 中小企容易「自殺」
對於近期很多內地的中小企無法融資或無力償貸而

破產或倒閉的情況，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金融專
業委員會主任助理王敏指出，中小企業的困境不僅僅
在於融資難，還包括成本上升壓力大、經濟前景悲
觀、轉型困難和稅負過重。
王敏說，中小企業融資難，不能怪罪於銀行不給予

貸款機會，實際上問題出於稅負過重，使企業不得不
選擇逃稅、避稅，間接導致中小企業融資難。他又敦
促政府應該在減免稅負方面給予中小企業支持，「出
政策、搭平台、改進公共服務效率、減少對中小企業
的歧視」，否則企業真的很容易會「自殺」。

勁蝕1254億 內地基金20家換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今年來內地A
股持續大跌，截至上周滬指已挫17.48%，創出2009年3
月25日以來的新低，市場哀鴻遍野。基金公司同受重大
衝擊，上半年內地基金公司虧損1,254億元（人民幣，
下同）。基於業績考核壓力，許多內地基金公司發生人
事變動，今年以來已約有20位高管離職，其中9月就有5
家基金公司總經理易帥。

第三季大跌市增壓力
由於受借貸緊縮、房地產市場限購令和歐美主權債務

危機等影響，A股市場持續震盪下挫，截至上周五收
市，今年來滬指跌幅達17.48%，刷新10月12日創出的
2,318點的新低，更創出金融危機爆發後2009年3月25日
以來的新低，無論機構投資者還是散戶均損失慘重。

僅在今年上半年，內地基金公司虧損1,254億元，平
均每天虧損9.5億元，尤其是偏股型基金更是虧損慘
重。儘管基金公司第三季業績尚未公佈，但該季是受歐
債危機等影響最為嚴重的季度，當季滬指已跌16.23%，
故此屆時基金公司公佈的業績虧損將更加嚴重。
受基金業績大幅虧損的壓力拖累，以及基金公司對高

管考核周期過短、股東和管理層過於急功近利等影響，
基金公司高管們紛紛離職。

20%基金公司現變動
基金公司總經理離職最主要的原因是未能完成董事會

的任務。據統計，總經理離職的基金公司，近一半在任
期間資產規模下滑或停滯不前，董事會常常會對總經理
施加壓力。僅上半年，就已經有12家基金公司的高官離
職，涉及到行業內20%的基金公司。
近一個月來，基金業高管更掀起離職潮，已有5家基

金公司宣佈總經理易帥，累計今年更有多達近20位基金
公司總經理離職。在8月，博時基金總經理肖風離職，
在業內成為最大的人事變動事件。及後10月11日，易方
達發佈公告稱，該公司原總經理兼副董事長葉俊英出任
公司董事長，原副總經理劉曉艷出任公司總經理，原董
事長梁棠轉任為名譽董事長。就在同一天，中海基金管
理公司發佈公告稱其總經理由黃鵬擔任，其高管任職資
格在9月30日已通過證監會核准。

■「買房！
買房？」成
為置房者心
中最糾結的
問題。
資料圖片

■內地基金
公司今年上
半年日均虧
損9.5億元
人民幣。
資料圖片

■本屆西博會主展場觀眾流量超過60萬人次。圖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
長王兆國參觀西博會展位情況。 資料圖片


